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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茶经》（中国国际茶文化研》

内容概要

无论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俗世，还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雅致，茶都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组成部分。唐人陆羽的《茶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茶叶的专著，也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茶书
，7000多字涉及茶叶的方方面面，宋之后的诸多茶书，皆本于此。《茶经》中提到的“上者生烂石，
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叶卷
上，叶舒次”“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等理念，一直被奉为品茶的圭臬。

在此后的千年中，这片影响世界历史的叶子经历了更多的传奇，茶与鸦片战争、茶与美国独立战争更
是载入史册的大事件。当代中国制茶、饮茶的境界在不断提升，茶文化的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茶文
化的研究也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新茶经》的问世，可谓水到渠成。

2005年，刘枫担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之后，就产生了要组织编写一部《新茶经》的想法：“
《茶经》中所记录的是农耕文明的茶文化，在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进步过程中，茶叶文明需要新的
记录、总结、提炼和归纳。”为此，刘枫团队实地考察了各地茶叶的制作、销售和品茶方式，先后走
访了国内外主要的茶园。当邀请到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程启坤、中国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研究员姚国坤、西南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刘勤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冬梅
等国内茶界的知名学者担纲写作时，刘枫对编好这部《新茶经》就有了满满的信心。

陆羽的《茶经》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个部分：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
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新茶经》一共有12章，不仅讲述了《茶经》原来涉及之领
域的新发展，并且其中“茶之传播”“茶之诗文”“茶之功效”“茶之经贸”“茶之科教”等章节，
均为《茶经》未有的新内容。第二章“茶之传播”分二节论述了中国茶传播海外的过程和当今世界茶
艺的纷繁面貌，展示了中国茶为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第八章“茶之诗文”分为中国古代茶书简
介、茶事诗词、茶事书画、茶事小说四节，内容丰富多彩。第十一章“茶之经贸”介绍了古代茶政和
相关的法律条例、茶的行业协会和茶馆以及茶叶贸易。第十二章“茶之科教”则包括茶业科学研究和
茶业教育两部分，讲述现代中国科学界的茶研究和人才培养。

陆羽的《茶经》只有7000多字，言简意赅，字字珠玑，《新茶经》如何做到删繁就简？《茶经》在唐
朝时称得上是通俗易懂的美文，流传广远，对于茶文化的普及居功至伟，今天的《新茶经》如何做到
深入浅出、明白晓畅？以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刘枫将原稿文字一删再删，数易其稿。近50万文字，
最后只保留了一半，堪称浓缩的精华。

为了使《新茶经》在文字上也能做到精致文雅，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院长、因《茶人三部曲》而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王旭烽教授对书稿进行了全面的文字梳理。在出版过程中，编辑们又增补了许多必
要的图片。可以说，这部书是众人智慧的结晶。

中国是世界上茶叶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却并不是喝茶最多的国家，据统计，目前中国年人均茶叶消
费量仅处在世界中等水平。在2004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刘枫曾提交《关于确定茶为中国“
国饮”的建议》的提案，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广泛支持。随后，他推动中国
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创办了《茶博览》杂志，成立了茶文化书画院，编著出版了一系列精品图书，包括
他自己编撰的《茶为国饮》《古茶诗选注》等。编撰这么一本体例详备、深入浅出的《新茶经》，同
他倡导“茶为国饮”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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